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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Table_Summary]  稳外贸政策效应持续显现，进出口明显好于预期。三季度进出口总值、出口总

值、进口总值均创下季度历史新高。以美元计，今年前三季度，全国进出口总

值同比增速为-1.8%，实现贸易顺差 3260.5 亿美元。9 月份当月出口增速回升

至 9.9%；进口增速超预期增长 15.3 个百分点至 13.2%，进出口都呈现高速增

长。尽管海外尤其部分欧洲国家疫情出现“二次反弹”，但并未打断主要地区

经济恢复的趋势，我国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保持稳定增长。  

 出口数据加速回升，“宅经济”商品出口增速加快。以美元计，2020 年三季

度出口同比增速 8.8%，环比增速 14.8%，表现超出市场普遍预期。其中，9

月份出口同比增速 9.9%，连续四个月同比正增长，环比增速 1.9%。三季度出

口加速回升主要由于国内复工复产的有序推进助力出口订单的增加，同时受疫

情影响，“宅经济”商品拉动出口增长。 

 进口大幅回升，中美贸易有所回暖。按美元计，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-3.1%，

较上半年降幅收窄 4 个百分点，进口恢复明显；9 月当月进口增速同比大增

15%，较前值大幅上升 20.2 个百分点。从我国进口商品的品种来看，主要大

宗商品和重点农产品进口量增加。我国对美贸易有所缓和。9 月，我国对美贸

易顺差扩大 17.8 亿美元至 342.4 亿美元。 

 风险提示：海外疫情爆发，外需恢复不及预期，中美贸易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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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稳外贸政策效应持续显现，进出口明显好于预期 

三季度进出口总值、出口总值、进口总值均创下季度历史新高。以美元计，今年前三季

度，全国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速为-1.8%，实现贸易顺差 3260.5 亿美元，较上半年降幅收窄

4.8 个百分点；第三季度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同比增长 6.3%，环比增长 16.56%，较前值增

加 1.25 个百分点；以人民币计，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3.12 万亿元，同比增

长 0.7%，实现今年以来外贸进出口累计增速首次转正。 

按美元计，9 月份当月出口增速回升至 9.9%，较 8 月出口增速继续增加 0.4 个百分点；

进口增速超预期增长 15.3 个百分点至 13.2%，进出口都呈现高速增长态势。9 月贸易顺差收

窄至 370 亿美元，较 8 月下降 219.25 亿美元，主因进口增速大增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

冲击，我国加大宏观政策应对力度，扎实做好“六稳”工作，全面落实“六保”任务，统筹

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，稳外贸政策效应持续显现。 

从主要贸易伙伴来看，前三季度，我国对东盟、欧盟、美国、日本、韩国进出口总值分

别为 3.38 万亿元、3.23 万亿元、2.82 万亿元、1.61 万亿元、1.45 万亿元，分别增长 7.7%、

2.9%、2%、1.4%、1.1%，其中，东盟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，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14.6%，

前三季度向我国出口 1.87 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7.7%，从我国进口 1.5 万亿元，同比增长 7.7%。

我国对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进出口 6.75 万亿元，增长 1.5%。尽管海外尤其部分欧洲国家

疫情出现“二次反弹”，但并未打断主要地区经济恢复的趋势，我国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

保持稳定增长。 

图 1：9 月我国进出口增速较快，贸易顺差有所收窄  图 2：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情况（以美元计） 

 

 

 
数据来源：wind、西南证券整理  数据来源：wind、西南证券整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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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出口数据加速回升，“宅经济”商品出口增速加快 

以美元计，2020 年前三季度出口同比下降 0.8%，较 1-8 月降幅收窄 1.5 个百分点；第

三季度出口同比增速 8.8%，环比增速 14.8%，表现超出市场普遍预期。其中，以美元计，9

月出口同比增速 9.9%，连续四个月同比正增长，环比增速 1.9%。三季度出口加速回升主要

由于国内复工复产的有序推进助力出口订单的增加；同时受疫情影响，“宅经济”商品拉动

出口增长，三季度，家用电器和家具及其零件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39.6%、30.8%。 

具体来看，前三季度涉及灯具、家具等家装产品增速加快，但手机、成品油和医疗仪器

出口增速下降最多。前三季度灯具、照明装置及其零件出口增长 6.3%，较 1-8 月份增长 4.2

个百分点，家具及其零件、家用电器和音视频设备及其零件增速较 1-8 月份分别增长 3.9、

3.7 和 3.3 个百分点；防疫物资增速有所放缓，前三季度，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增长 44.3%，

较 1-8 月下降 1.8 个百分点，成品油和手机出口增速较 1-8 月分别下降 3.8 和 8.6 个百分点。 

9 月，海外主要经济体持续复苏，带动了我国出口改善。9 月，欧元区制造业 PMI 回升

至 53.7%，创 2018 年 8 月以来新高，复苏势头进一步增强；英国制造业 PMI 小幅回落至为

54.1%，不及市场预期，主因未来疫情和脱欧问题导致不确定性上升；受疫情持续蔓延影响，

美国 ISM 制造业 PMI 小幅回落至 55.4%，随着美国政府用于帮助企业和数百万失业人员的

资金即将耗尽，经济从衰退中复苏的势头正在减弱。近期，海外疫情有反弹趋势，尤其欧洲

部分国家，可能会对后续我国外需产生影响。 

10 月 13 日，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李魁文表示，疫情期间，跨境电商进出口贸易额不降

反升，成为稳外贸的重要力量。目前，跨境电商 B2B 出口试点已扩围至 22 个。下一步，将

全面推广跨境电商出口商品退货监管措施，开展跨境电商企业对企业出口试点，鼓励中西部、

东北等地开展市场采购贸易试点。总体来看，海外经济体持续复苏，国内复工复产有序推进，

四季度出口增速有望继续回升。 

图 3：月度比较：出口增速加快前十位的商品  图 4：欧元区 PMI 大幅回升，英国和美国 PMI 小幅回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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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进口大幅回升，中美贸易有所回暖 

按美元计，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-3.1%，较上半年降幅收窄 4 个百分点，进口恢复明

显；9 月当月进口增速同比大增 15%，较前值大幅上升 20.2 个百分点。从我国进口商品的

品种来看，主要大宗商品和重点农产品进口量增加。前三季度，我国进口铁矿砂 8.68 亿吨，

增加 10.8%；进口原油 4.16 亿吨，增加 12.7%；进口煤 2.39 亿吨，减少 4.4%；进口天然

气 7373.1 万吨，增加 3.7%。同期，大豆、肉类进口增长较快，其中，进口大豆 7452.9 万

吨，增加 15.5%；进口猪肉 328.6 万吨，增加 132.2%；进口牛肉 157.2 万吨，增加 38.8%。 

我国对美贸易有所回暖。9 月，我国对美贸易顺差扩大 17.8 亿美元至 342.4 亿美元。以

美元计，前三季度中美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 0.6%，降幅较上半年缩窄 9.1 个百分点；出口

同比下降 0.8%，降幅较上半年收窄 10.3 个百分点；进口同比增长 0.2%，为今年三月份以

来首次回正。从出口商品看，前三季度，对美出口机电产品 1.31 万亿元，增长 1.4%，占同

期对美出口总值的 60%。同期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5471.4 亿元，增长 4.4%，出口医药材

及药品 201.3 亿元，增长 32.4%。进口方面，前三季度，我自美进口农产品 913.9 亿元，增

长 44.4%。 

图 5：月度比较：进口增速加快前十位的商品  图 6：三季度我国对美贸易有所缓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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